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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科研人员人力资本的特点出发，将产学研合作看成是一种“合约”，从“合约相关者剩余”的概念出发，提

出技术股份化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有效模式，并对技术股份化模式下产学研双方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了

合约相关者剩余的分配；最后提出了一种技术股份化操作模式即高等院校人力资本置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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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是当前世界各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

条成功经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途径。

利益分配是产学研合作的关键问题，它直接影响着合

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关于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分配

问题，不少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 

陈建华(2006)[1]分析了产学研合作中价值链中公

平合理地分配收益的必要性，建立了产学研收益分配

的数学模型；袁胜军，黄立平，刘仲英(2006)[2]从不同

角度对目前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述

和分析并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陈俊、

娄成武(2006)[3]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股份化是技术

资本化的过程，指出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股份化也是技

术股份参与收益分配的过程；张自华，倪自银(2007)[6]

认为，产学研合作是大学、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人力资

本使用权的暂时让渡，其本质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与技

术创新人员人力资本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的结合。这

两种人力资本不同的产权特征，决定了企业是合作创

新的主体，而技术创新人员收入中应该包含一部分不

确定报酬，但是，文章没有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 

还有一部分学者运用博弈论对产学研合作中共建

研发实体进行了分析。谢科范，刘海林(2006)[4]运用博

弈论分析了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共建研发实体的模式， 

论证了产方投向学研方的研发投入补贴对学研方总体

研发费用的影响；陈群胜(2006)[5]通过研究发现：在技 

术转移过程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出

现, 影响了科研机构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效率。 

由此可见，已有学者认识到了技术股份化是解决

产学研合作中信息不对称、学研方道德风险的一种有

效手段，技术股份化也是技术参与合作利益分配的一

种途径，但较少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也未对技术

股份的操作模式进行探讨；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从博

弈论角度探讨了产学研合作中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一些

建议，但未对学研方采用技术股份化参与收益分配的

合作模式下各方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 

本文运用“合约相关者剩余的概念”分析了技术股

份化的优势，并在产学研合作收益分配的传统模式(一

次性技术转让、对未来产品收入按固定比例分配)博弈

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分析合约相关者剩余的分

配问题；最后提出一种技术股份化的运作模式，将政

府纳入产学研合作的合作框架，以达到产学研各方的

合作共赢。 

 

一、技术股份参与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科技创新能力是科研人员的一种人力资本，当企

业与科研单位组成科研团队进行产学研合作创新时，

这种人力资本产权中的收益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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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技活动是一种探索活动，探索意味着开拓、

变动、失败与偶然机遇，失败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组成

部分；第二，即使合作创新获得成功，技术的经济效

益也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第三，科研人员人力资

本的发挥，需要科研团队中的成员相互协作，在研究

过程中，每一个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不可能清晰界

定，我们很难从最终的成果中具体计量出每个参加者

的贡献；第四，也无法从科研人员投入多少的角度衡

量他们的价值。基于不确定性和难于计量的困难，科

研团队成员就可能出现搭便车现象，出现机会主义行

为，这会进一步增加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风险。所以，

科研人员报酬中应该包含不确定收益，不能完全支付

固定报酬，以此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而技术股份化

模式下，科研人员的报酬则相对不确定，是一种解决

问题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产学研合作是一项合约也就是达成一

笔交易，合约的达成也就是价值的实现，而合约双方

的经济目的都是追求合约的剩余。在自由自愿的交易

中，合约的双方都有剩余(surplus)，产方获得“消费者

剩余”，学研方获得“供给者剩余”，只有在此情况下交

易才会达成。产学研合作交易中，学研方作为“供给者”

一方，其合约剩余是学研方实际得到的收益与技术成

果期望卖出的最低价格之间的差额；而产方即作为产

学研合作交易的“消费者”一方，其合约剩余是消费者

购买该技术成果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实际支付给学

研方价格的差额。与一般交易不同的一点是，产学研

合作产生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合约相关者剩

余”(即产学研合作合约双方剩余之和)也具有不确定

性。在合约相关者剩余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般

交易中简单的价格支付就会使得合约剩余分配存在不

确定性因素，因而影响长期合约的稳定性，而技术股

份化则能够使得学研方剩余和产方剩余基于未来不确

定性收益进行分配，以此达成双方合作的动态博弈均

衡。 

运用博弈论分析技术股份化模式下产学研合作收

益分配的过程如下： 

假设高校或科研机构作为博弈的一方，简称博弈

方 A(即学研方)，把企业作为另一博弈方，简称博弈

方 B(即产方)。在产学研合作研发中，当研发取得技

术成果后，可将技术成果估价与产方协议并作价出资

占企业一定股权比例，研发方按此股权比例参与企业

的最终利润分配，设此比例为 r，显然 0＜r＜1。 

假定学研方投入的总研发费用为 X，技术研发成

功后转入生产阶段，此时产方投入生产的费用为 C，
C需要根据销售收入的大小而定，即设 C是销售收入

R的正比例函数，则 C=kR，其中 k是生产成本与销售

收入的比例系数。产品投入市场后，假设其销售收入

与技术成果的先进程度有关，产品的技术先进程度与

学研方的研发水平有关，而产品的先进性主要受其研

发费用的限制，因此可以假定研发费用投入的多少决

定了产品未来的销售收入，研发费用增加，销售收入

也增加，但增加的幅度递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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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方便，不失一般性，可以根据以上假设

用一个幂函数来表示研发费用与销售收入的函数关

系，即： 
 

R(X)=aXb                 (1) 
 
其中，a 为大于零的比例常数，表示某一企业的销售

收入与研发费用投入的特定比例系数，b(因为增加幅

度递减，所以 0＜b＜1＝表示现阶段某个行业新产品

的研发费用与销售收入的影响因子。用 πA、πR分别表

示博弈双方的支付，用 πA+R表示产学研的总收益。则

： 有
 

πA=r(1−k)R(X)−X=r(1−k)aXb−X       (2) 
 

πR=(1−r)(1−k)R(X)=(1−r)(1−k)aXb       (3) 
 

πA+R=(1−k)R(X)−X=(1−k)aXb−X        (4) 
 
其中，k、a、b是可以根据经验或者预测的常数。 

在此博弈中，博弈方 A选择总的研发费用以最大

化自己的利益，对式(2)一阶最优化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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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得： 

1
1[ (1 )] −= − bX rab k             (5) 

 
式(5)是学研方在技术股份所占比例下的最优研

发投入，因为 1/(1−b)＞1，可以直接看出，X与 a、b
同方向变化，X是 a和 b的增函数，即学研方为了追

求更大的利益，所投入的总研发费用随着企业的销售

收入与研发费用投入的特定比例系数成递增关系，与

行业新产品的研发费用与销售收入的影响因子成递增

关系，随着产品的市场前景看好，学研方投入的总研

发费用增加。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技术股份化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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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方加大市场前景较好的产品研发力度，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具备更大积极性参与技术研发；产品所处的

行业技术经济性越好，学研方研发更积极。 

为了进一步观察技术股份比例与学研方投入研发

费用的关系，对式(5)中的 r求导： 
1 1

1(1 )[ (1 )]
1

−
−∂ − −

=
∂ −

bX rab k rab k
r b

       (6) 

 
由于可得 1/(1−b)－1＞0，则，学研方选择的总研

发费用随着所占技术股份的比例增大而增大。因此，

适当增大技术股份的比例有利于增加学研方研发投入

的积极性。 
但是，技术股份比例不能无限增大，必须受到产

方利益最大化的约束。对式(3)求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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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0＜1−k＜1，可以从式(7)看出，产方的利益

随着技术股份的比例增大而减小，因此产方尽量缩小

技术资产所占股份的比例。从式(8)可以看出，由于 0
＜1−k＜1，0＜r＜1，且 a、b均为正数，故式(8)恒大

于 0，因此产方利益随着学研方的研发费用投入增加

而增加，而从式(6)中已经得出，研发费用与技术股份

比例成递增关系，因此产方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

不能一味压低学研方的技术股份比例。故为了双方利

益最大化，技术成果所占股份必须处于一个合理的区

间。在实际操作中，双方的谈判水平是一个重要影响

因素。另外，公正、科学的技术成果评估中介机构也

有助于解决此问题。一旦技术成果所占股份的比例合

理确定，双方则进入合作的博弈均衡状态。 
因此，可得如下结论： 
(1) 产学研合作的合约相关者剩余具有不确定

性，而技术股份化能够使得学研方剩余和产方剩余基

于未来不确定性收益进行分配，有利于产学研合作的

稳定性； 
(2) 在技术股份化的模式下，学研方为了自身利

益最大化，更会关注技术产品的市场前景，注重加大

对产品市场前景更好的技术进行研发投入，有利于学

研方技术研究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3) 技术股份化的产学研合作中，技术资产的股

份化比例确定是博弈双方成功合作的一个关键问题，

学研方更倾向于将争取技术股份高比例，而产方则倾

向于打压技术资产估价，但也不能无限制打压，最优

的技术资产所占股份比例将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 
(4) 建立完善的技术产权评估体系，客观、合理

地评估技术资产的价值有利于技术股份化模式下的产

学研合作，因此，政府必须加快技术资产评估等中介

服务体系建设的进程。 
 

二、技术股份化的具体操作模式 

 
如上所述，技术股份化能够有效抑制学研方的机

会主义行为，维持产学研合作的稳定性。政府历来是

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产学研合作的倡

导者和推动者。政府的推动模式普遍采用差别化的政

策(如政府税收的减免)和权力型的投入(如各种创新项

目计划)，我们称之为“能量释放型”，也习惯称之为“投
入型”的推动。本文设计了一种模式来加速人力资本产

出，从而间接地加快产学研合作，拉动高新技术产业

化，实现结构调整跨越，推进工业化进程。其主要思

路如图 1 所示。 
由高等院校持有无形资产股权被国有产权经营运

作公司整体置换之后，产权运营公司再将股权投入区

域内小额资本市场进行运作，其实质是把高等院校的

非流动人力资本股权股份化的过程。这正是盘活人力

资本存量，增加人力资本流量，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同时，也给高等院校带来急需培养研发型人力资本的

大额资金，间接带动了区域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股

份化过程如图 2 所示。 
第一步，选择一家人力资源总量相对较大的大学

进行试点，要求这所大学凭借自身人力资源优势、推

行体制创新，并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创新企业； 
第二步，设计资产置换比例，挂靠政府有关部门

成立“国有产权经营运作公司”，由该公司代表政府对

大学拥有的这些无形资产资本进行整体置换； 
第三步，国有产权经营运作公司将已置换的创新

企业的股权投入小额资本市场，并让渡给区域内外关

联企业，由此收回运作资金； 
第四步，大学利用置换出的资金加快高科技人才

的培养，主要通过扩大相关专业招生比例，改善实验

室软硬件环境，建立高科技研发中心等多种途径，实

现研发型人力资本的持续产出，间接推动区域内高新

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置换型”模式运行的结果是：首先，被置换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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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等院校人力资本“置换型”模式的设计思路图 

 

 

图 2  技术股份化具体操作流程图 

 
产基本上为优良资产，这部分资产通过“国有产权经营

运作公司”的运作，将推动区域相关产业群的持续发

展；其次，大学置换所得的货币资本的再投入会加速

区域人力资本再产出；最后，该模式将有效推动大学

人力资本与实业资本的嫁接，从而强化投资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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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ing from the special trait of human capital of technological people and from the concept of “surpl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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